
王独清：欲推倒诗、画、音乐墙的诗人

陆 耀 东

内容提要　王独清的新诗很富特色,不仅将浪漫主义与未来主义相结合,而且熔诗、画、乐于
一炉。本文即具体论述王独清的诗是如何力求推倒诗、画、音乐的界墙,使之成为一个统一的有
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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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独清 (1898—1940),出身破落官僚家
庭。他少年时代即开始投稿 《秦风日报 》,16
岁任 《秦镜报 》编辑时,因灾祸被迫离乡出
走。曾任上海 《救国日报 》编辑,一度赴日留
学。 “五四 ”运动爆发后回到上海。1920年
春赴法,并漫游德国、意大利、瑞士诸国。他
生活清苦,有时濒临绝境,靠出卖体力劳动维
持最低生活,但仍存爱国之心。1925年 “五
卅 ”运动的消息传到欧洲,王独清激动万分,
于是年冬回到国内。1926年经郑伯奇介绍
加入创造社,负责编辑 《创造月刊 》。同年去
广州任广东大学教授,后任文学院院长。
1927年任创造社常务理事。大革命失败后
去上海,任上海艺术大学教务长。1930年主
编 《展开月刊 》。抗战开始后回陕西,1940年
病逝。

王独清 1923年开始诗歌创作,1926年
出版第一部诗集 《圣母像前 》,以后出版的诗
集有：《死前 》(1927)、《威尼市 》(1928)、《Ⅱ
ＤＥＣ》(1928)①、《埃及人 》(1929)、《锻炼 》
(1932)、《零乱章 》(1933)等。在创造社成员
中,诗创作的成就,王独清仅次于郭沫若。

他的生活、思想和诗作,在 1925年回国
前后有较大的变化。诗风虽然一直受象征
派、未来派的影响,但整体上更多的是和浪漫
派相近。在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上,往往抱
极端主义。前期,在 《一双鲤鱼 》中②,他简
单地说：“人生即文学,切实即艺术。”又说,
文学要 “写出人间底痛苦,掘出人间底真
诚 ”,“诚实即美 ”。他强调 “生命 ”、生命悲剧
的普泛性和重要性。他是矛盾的：主张真诚,
又不免于虚伪；欲求振作,又离不开颓废的浪
漫谛克；神往纯真的爱,而自己又爱过多位女
性。诗集 《圣母像前 》展露了作者 1923年前
后思想感情的波澜,《序诗 》说：

我是个精神不健全的人,
我有时放荡,我有时昏乱……
但是我却总是亲近着悲哀,
这儿,就是我那些悲哀的残骸。

他又说 “我是个性情很孤独的人 ”,这可以
说是真实的剖白。 《圣母像前 》一方面认为
私生子基督的母亲玛利亚、孔子的母亲颜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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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 ”),是 “悲
哀之母 ”、“智慧之母 ”；另一方面,玛利亚和
颜氏女自己又似乎带着负罪感。其实,在两
千年前,无论是中国,还是古罗马、古埃及、
古以色列,在奴隶制后期,有私生子并非耻
辱。诗人显然还有封建的传统观念和西方
基督教徒宗教意识的残余。诗人作为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民,在西方发达的资
本主义国家中,常常会受到无形的岐视。在
王独清 《圣母像前 》诗集中,抒情主人公有
时如同患了 “可以致死而不可治的病症 ”的
垂死者,有时是 “弃了人 ”的 “流罪人 ”,是飘
泊的 “无籍 ”者,他的故乡是不堪回首的地
方,听到的是荡情的歌声、失望的哀曲,过
的是颓废的、忍辱的生活。诗篇弥漫着浓浓
的伤感情调,但也有一线希望,那就是希望
地中海上的 “第二长安 ”“再兴 ”,期望祖国
“再兴 ”。和许多留学生一样,诗人身在异
邦,心向祖国,甚至作梦也梦见了祖国。在
《动身归国的时候 》中,诗人写道：

我看见了治水的禹,我看见了三千
门徒围着的孔子,我看见了在江边行吟
的屈原,并且我看见了建造万里长城的
那些不留姓名的大匠……

哦！天是那样的青,风是那样的温！
……

哦！好伟大的山！好壮丽 的 河！

……

诗人一再提醒自己 (实际上是提醒读者 ),不
能忘记 “我是一个有故国的人 ”,“我是一个
中国人 ”,他说：“我的故国,那儿,伟大的民
族,眼看就要破裂,灭亡！我,还是归去,迅速
地归去,这儿不是应该久留的地方！”拜伦式
的热烈爱国的情怀,于此可见。

诗人欲离开欧洲,对祖国的爱无疑是主
导原因,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失望不能说没

有作用,他在 《我飘泊在巴黎街头 》中说：

多少悠扬的音乐,多少清婉的歌唱,
和多少的耻辱,悲哀,自杀,
都在这负着近代文明城市的河旁,
在这河旁来装点着繁华。

应该说,作者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标
志———巴黎,是有所认识的。

王独清在法国开始创作的时候,无论是
中文、法文,水平远远高于李金发。他受象征
派的影响,主要为重音韵格律形式。他说,因
为睡觉的地方臭虫太多：

我气到在房中使劲地散步。我把煤
油灯点起,但是没有事情去作,我手头只
带着两本 Ｌａｒｏｕｓｓｅ③ 出版的 “Ａｎｔｈｏｏｇｉｅ
ｄｅｓＥｃｒｉｖａｉｎｓ Ｆｒａｎｃａｉｓ ｄｕ ＸｉＸｅ Ｓｉｅｃ

ｅ”④,我便在其中选些诗来翻译：我把米
勒瓦底 《叶落 》、拉马丁底 《湖滨 》,魏尔
冷底 《秋歌 》等等都放在了中文的韵律
之中。⑤

稍后,王独清对象征派中的颓废派发生浓厚
的兴趣：

耽美派的艺术在我的眼前慢慢的闪

出了它发亮的光辉：我咀嚼着包特莱尔

以下的作家,用了贪饕的情势我去消化
他们。渐渐地一步一步地,我倒在 Ｓｔｉｍ-
ｍｕｎｇｓｋｕｎｓｔ⑥底脚下,醉心在那些病态的
美感之中,走进了所谓 Ｋｌａｎｇｍａｌｅｒｅｉｒ

ｂａｃｉｎｇ⑦以及其他等等的迷魂阵里面了。
我全身发热地做着创作的工夫,为了自
我的满足,我搜索着一种特别动人的句
法和一个恰好的字眼过我底日子。有
时,因为一个字想不出来的缘故,竟至一
天我都忘记了吃饭。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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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讲述了在罗马过学者生活时的 “无上的
快乐 ”,接着说：

但是,这却完全不曾阻挡我奔放的
诗的热情。我在 Ｆｏｒｕｍ⑨和 Ｃｏｌｉｓｅｕｍ⑩
间徘徊留连,我从那些古代文明的墟墓
中烟士坡里纯到 Ｎｏｓｔａｌｇｉａ〇１１的夸张的诗
意上面去：我用罗马比着长安,向吊古的
情怀中放进了民族的伤感,这样,我制作
了些现在流传或现在已经失掉了原稿的

许多诗篇。还有,Ｒｏｍａｍｏｅ〇１２ 也追随着
我。

如果说,诗人最早写的诗集 《圣母像前 》中,
既有浪漫主义倾向,也有象征主义和未来主
义因素；那么在稍后出的 《死前 》、《威尼市 》
中个人创作特色更为鲜明、突出。 《死前 》中
的抒情主人公坦陈：“我底生活,完全是不健
全的生活,/我底生活,是尽被无谓的伤感埋
没。”而且,诗中仍弥漫着伤感情绪和色彩。
在音韵和格调上作了新的大胆的和较为成功

的尝试：

细雨,细雨,细雨,落花,落花,落花,
我们,我们就走在苍苔和石径之上,
冒着细雨把落花往来地践踏。

落花,落花,落花,细雨,细雨,细雨,
啊,我们都和这细雨中落花一样：
在静默中,向着泥土这样归去！　

　　……〇１３

在濛濛细雨中,在落花石径上,抒情主人公和
他的情人来回漫步。这样,“我们 ”和细雨中
的落花命运一样。这六行诗,用了八次 “细
雨 ”、八次 “落花 ”,但这低回重复而带有伤感
情调的格律、文字、音乐、意境,相当和谐统

一。在新诗史上,这也是前所未有的第一次
创造。戴望舒写于 1927年春夏之交,被叶圣
陶称许替新诗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的名诗

《雨巷 》,也许与之没有什么关联,也许只是
不约而同地神往魏尔伦,将音乐、诗情、绘画
融合成一个艺术有机体,因而各自创作了格
调、韵律动人的诗篇；不过王独清在时间上先
行一步,戴望舒后来居上,更为成功。

1928年,王独清出版了两本诗集 《威尼
市 》、《ⅡＤＥＣ》。前者写于回国前夕,后者则
系回国后所作。 《威尼市 》前面有一篇 《代
序 》述说对诗集看法和对生活的态度。他声
称：“我以前的生活是完全被一种伤感的享
乐主义者底气氛所支配。”“现在我算是醒定
了：我已经决心再不作这些无聊的呓语,我要
把我底生活一天一天地转移到大众方面,我
使我底生命一天一天地紧张下去。”这实际
上只是一种愿望,《代序 》对 《威尼市 》在格律
方面的成就,甚为得意：

我把这几首短歌重新读了一遍,我
自己也不觉吃了一惊。我从前对 Ｓｔｉｍ-
ｍｕｎｇｓｋｕｎｓｔ〇１４的倾心,真要算达到发狂的
状态了。你只把这几首短歌中的任何一
首挑出来细细地读一下罢,你看我对于
音节的制造,对于韵脚的选择,对于字数
的限制,更特别是对于情调的追求,都是
做到了相当可以满足的地步。

这是一首长达 160行的抒情诗,分十章,前三
章和第十章每节十二行,每章两节,每节六
行。四至八章每章十四行,每章两节,每节七
行。第九章二十四行,分两节,每节十二行。
各章的两节,其首行、尾行两行都重复歌吟。
全诗的基调是缠绵伤感的低沉咏唱。但每章
第一行音节都不相同：

一、是谁 在那儿 缓缓地 轻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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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气 是像 要下雨 又不肯下

三、我们在 乘着 一艘 小舟

四、唵,你底 声音！ 唵,你底 声

音！

五、这阳光 晒得我 好懒 ,好懒！
六、我 靠在 开着的 Ｖｉｔｒａｉｌ底 旁

边,
七、你说 你这次 走后 是 再不回

转,
八、你这 月下的 歌声,月下的 歌

声,
九、哦,这 Ｇｏｎｄｏｌａ〇１５这样 载着我

们 前去,
十、哦 就让这 夜风

尽管 吹着我 中了酒的 醉脸,

十章首行诗的音节安排各异,但都带有诱发
性,使以后诗行的音节和旋律沿着它预置的
轨道前行。它的每个章、节的结尾诗句,节奏
和旋律也较充分地表现出白话新诗多样化的

特长：

一章：啊,郁人的呀,这是谁在拉着提琴
的长弦ꎿ ……

二章：(我斟满了一杯酒给你,你却只用
唇儿轻轻地一呷…… )〇１６
哦,你,你坐下,坐下！

三章：(或东或西或南或北地飘流。
飘流,飘流,飘流,)
我知道你呀,你是不能挽留！

四章：(这水好像在忧郁又像娇痴……
我,我一到看见他的时候,)
便恨不得教他来把我淹死！

五章：(啊,我,我跟在你底后边,)
慢慢,慢慢……

六章：总之,微温,微温,微温,微温,
这春夜底时间,真微温得有些
醉人！

七章：那么你快来把你底颊儿偎在我底

胸前,不要动转,那么你快来先偎
着我坐个半天！

八章：不过我底前胸,在痛,在痛……
九章：其实我把心已经给了你底眼睛,

但是,你底眼睛却怎么似睁不睁！
十章：(唵,我,我愿我,我倒了下去,在

这儿病死,)好借这安静的月光来
收敛我底新尸！

二、三、五、六、八章,是很有特色的,至少在中
国新诗中,是前所未有,后来用这种格律也极
少有。这是融化了法国重音乐美的象征派和
中国古代词曲格律创造出的一种新的格律。

《威尼市 》的每一章,又是一个相对独立
的音乐旋律,为节省篇幅,这里以第八章第二
节为例：

你这月下的歌声,月下的歌声,
把你底

忧郁和放肆,
交给这冷风向四面

送扬,
就尽管这样忽高忽低地

诉出许多的往事,
使人底心尖,
在个被迫害的摇动中受着重伤……

我,我在夜半的 Ｒｉｏ底桥头立定,
沉迷着这就要入眠的 Ｃａｎａｖａｌ底歌

　　声。
唵,这真像是堕在了梦中,
不过我底前胸,在痛,在痛……

这长短不一的诗行,内含一曲动人的旋律。
第一行诗是引子,下面引出 “往事 ”,使 “我 ”
心灵 “受着重伤 ”的往事。这一部分是诗的
主体,也是诗的音乐旋律的主体。结尾强调：
“我的前胸,在痛,在痛 ”。余音不绝。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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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的诗可以看出,各个诗行没有相同的音乐
节奏,字数也不一样,二、三、五、六、七、八、
九、十、十二、十三,有时还把一行诗用标点分
成几段,如 “不过我底前胸,在痛,在痛…… ”
音乐上增加了 “我 ”的痛感。

《威尼市 》对新诗格律的探索和尝试,有
自己的独到之处,在时间上,它早于徐志摩、
闻一多和戴望舒。虽然徐、闻和戴不一定受
过王独清的诗的影响 (王独清的 《威尼市 》写
于 1925年,但出版已是 1928年 ),但他们都
不约而同地追求诗的音乐美,都有创获。
《威尼市 》可以说是中国 20世纪 20年代前
期新诗中格律优美的作品之一,和闻一多的
格律诗有所不同,不是向传统的诗歌语言靠
拢,而是从口语中选择、提炼,如 “坐下 ”、“飘
流 ”、“挽留 ”、“慢慢 ”、“微温 ”、“醉人 ”、“在
痛 ”、“似睁不睁 ”,格律更加多样化。这种艺
术上的创造,是未来派的遗泽促成,但又有突
出的独创性。可惜后来无人沿着这条路继续
前进。

王独 清 回 国 后 写 的 政 治 抒 情 诗 《Ⅱ
ＤＥＣ》,于 1928年 11月出版。诗的内容是表
现广州暴动及其失败的情景。由于这时王独
清和创造社中的不少人正把火力集中在鲁迅

身上,又自诩自己的创作是 “无产阶级革命
文学 ”,因此在 《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
观 》中,鲁迅曾给予尖锐的批评：

至于创造社所提倡的,更彻底的革
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自然更不过
是一个题目。这边也禁,那边也禁的王
独清的从上海租界里遥望广州暴动的

诗,“ｐｏｎｇｐｏｎｇｐｏｎｇ”〇１７,铅字逐渐大了
起来,只在说明他曾为电影的字幕和上
海的酱园的招牌所感动,有模仿勃洛克
的 《十二个 》之志而无其力和才。

鲁迅的评论是有根据而且基本上是符合实际

的,但也有可补充、修正之处。一、王独清在
广州亲历了大革命,诗中一些对大革命的描
写并非 “从上海租界里遥望广州暴动 ”；二、
标点和 “铅字逐渐大了起来 ”,主要是受未来
派重视 “字体变化 ”影响。作为诗,《ⅡＤＥＣ》
不能说是成功的,但在受未来派影响的中国
新诗中,它是相当典型的。它通过一个未来
派诗人对革命的 “火 ”和反革命的 “火 ”的感
觉,抒写心灵的颤动。诗的第一部分,那是革
命高潮中情景,诗人所赞颂的,有真的革命的
火,也有阿 Ｑ式的,后者如教授的仆人,将教
授捉住,毒打,还说：

———踢开！踢开！我还记得有一次
他叫我给他底太太买一匹绸子,我买错
了,他骂我,还把口水唾在我底脸上……
可是现在,先生！……不过他底太太很
年青呢,我还有点爱她……

对于革命的群众的 “火 ”,作者采取泼墨式
的涂抹,只是写火、喊声、红旗、标语,交待
式地说攻打监狱、机关。第二章写群众大
会,以及貌似革命的极端行为。第三章革命
失败,半天就有二千多人流尽了血。写的都
是略图,都是漫画式的。诗中夹杂着不少未
来派的声音。比如诗中有人说：“不过有许
多电杆已经被我们烧断了,但是不要紧,我
们可另栽新的 ”；“不这样,怎么可以肃清反
动底势力ꎿ ……我们要重新建筑房屋,我们
要重新栽起电杆。旧的不去,新的永远不会
到来的……兄弟,这不算什么！”这完全是未
来派的理论。至于革命队伍中部分人的非人
道的流氓无产者的行动,诗人以欣赏的态度
对待,也很明显：

———现在我要使你在地上
爬爬

我要来把你底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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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拔

现在我要叫你把衣服

脱脱

我要用枪这样在你身上

戳戳

———哈哈！

这种行为,在流氓无产者身上是司空见惯,正
派的革命者则不会苟同。而诗人显然以为这
是 “革命行动 ”。

创造社在 1929年 2月 7日被国民党政
府查封。客观地说,在创造社后期,王独清
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他担任上海艺术大学教
务长,又是 《创造月刊 》后期的编辑、主要撰
稿人。大概由于王独清倾向托洛斯基的观
点,公开抨击斯大林和 20年代末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及其路线,再加上创造社内部个人
之间的纠纷,他与创造社其他成员必然分道
扬镳。1932年 7月出版的 《锻炼 》和 1933
年 8月出版的 《零乱章 》,前者与当时一般化
的革命诗歌一样,革命的决心,誓言多,空话
多。作者声称：

要是我真是诗人,那就再让我锻炼,
锻炼到,我底诗歌能传布到农工中
间！

——— 《改变 》

我底诗歌：它将是汽笛底哄笑,
它将是苦力底动人的叫号,
甚至它将是烈火底怒吼,
要把旧世界全部烧焦……

——— 《你们说…… 》

要是我被人捕去时,朋友,
你千万把你仰慕革命的热血

蘸上你那灵活的笔头,
给我,给我写一篇生活的纪录。

——— 《要是我被人捕去时 》

虽然当时革命处于艰难的低潮时期,但诗人
对未来仍怀着胜利的希望,写道：“旧世界,
你等着！等明天我们再来火葬你！”《零乱
章 》中的 《夜声 》、《月光 》、《能唱 》表明,王独
清似欲继续过去对新诗格律的尝试,但未见
进展即隐身。

1934年,穆木天在 《现代 》5卷 1期上发
表了 《王独清及其诗歌 》,说：“从‘五四’到
‘五卅’代表中国诗坛的大诗人,可以举出郭
沫若,徐志摩和王独清来。”并认为：“代表贵
族的浪漫主义的诗人,则是独清。”穆木天的
评论,值得再议,但王独清对中国新诗的独特
贡献,如以流浪的知识分子的眼看世界；并以
其心去感悟欧洲人的生活；把绘画、音乐和
诗,融为一体；从口语探索中国新诗格律之
路,非常突出,尤其是他受未来派影响在字形
的变化中求得从形体表现诗意,在中国是独
一无二的,这里,仅举几例：

例一：

啊,这样黑的夜,这样黑的夜！但
是,不对,已经交了天明的时候了。不
过,总

还是黑的,黑的,黑的,什么都看不
见呢！风又是这样的大,这样的大,这样
的大！

但是,看呀！看呀！一片红的东西
冲到半天上了……啊,哪一方也是一片
……啊,

还有,那一方也有一片呢！啊,还
有！哪儿！还有哪儿！……满天都红

了,红了,红了……
是火！是火！

是的,是的,满天都是火,火,火,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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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火…
　　 (陆按：初版本诗集第 5页,字体越来越
大,是表现革命烈火的气势。)

例二：

(陆按：初版本诗集第 12页、13页,
表现墙壁上贴满了革命的标语。)

例三：

同志们还在不断地向反革命进攻

呢。
啊,不断地进攻,进攻！

Ｐｏｎｐｏｎｐｏｎｐｏｎｐｏｎｐｏｎｐｏｎｐｏｎ…

真正的同志是不休息的！

Ｐｏｎｐｏｎｐｏｎｐｏｎｐｏｎ…

Ｐｏｎ…Ｐｏｎ…

Ｐｏｎ…Ｐｏｎ…

ＰＯＮ
(陆按：初版本诗集第 30页,法语,拟声词
“嘭 ”。)

例四：

…

— — — — — —
— — — — — —

！！！！！！！！

！

！

！
真正的同志是不休息的！

(陆按：初版本诗集第 31页,表示进攻
的声响不停。这都是用字体字形作画以表现
内容的显例。)

①　 《ⅡＤＥＣ》：十二月十一日。20世纪 70、80年代,国
内仅湖北省图书馆藏有孤本。后据说又发现一本。

②　王独清：《一双鲤鱼 》,载 《创造季刊 》第 2号,1922年
8月 25日出版。

③　拉鲁斯出版社。本文外文翻译请张箭飞博士代劳。
④　法国 19世纪诗文选。
⑤⑧　王独清：《我在欧洲的生活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第 76、76—81页。
⑥〇１４　德文：情绪的艺术。
⑦　德文：音、诗、画交融的。
⑨　罗马广场。
⑩　大剧场。
〇１１　怀旧。
〇１２　罗慕路 (疑为罗马城建筑者之一 )。
〇１３　 《死前·ＳＯＮＮＥＴ》。
〇１５　冈多拉 (威尼斯的一种船 )。
〇１６　括弧内的诗,是为了便于读者了解而引录,此处上一

节与这节不尽相同。后面加括弧的引诗亦如此。
〇１７　附带说明：王独清的原诗为 “ｐｏｎｐｏｎｐｏｎ”,疑鲁迅此

篇的引文有误。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430072)
责任编辑　元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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